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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车

国际动态国际动态

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 中央电
视台日前报道称，在北京市场随机购
买的 8 种草莓，均检测出百菌清和乙
草胺两种农药，引发社会关注。对此，
北京市农业局近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草莓生产使用农药情况专项检查，
并采取措施加强日常监管。

北京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曝光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赴北
京草莓主产区昌平区进行调查，抽取
10 多斤草莓样品分别送至中国农业
大学等不同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农
药检测。

据介绍，本次抽样检测选取了多
个草莓大棚，并分别在不同区域采摘
样品。为保证检测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本次检测采取的是比对实验，即
送样品至多家具备专业检测资质的

检测中心，避免单一检测中心的实验
误差。同时，北京市农业局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草莓生产过程中农药使用
情况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违法违规使
用禁限用农药以及不严格执行安全
间隔期等行为。

另外，北京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近日也发布消息称，在全市范
围开展的市场在售草莓抽检中，所抽
取的 175个样本均未检出乙草胺。

资料显示，百菌清是广谱、保护
性低毒杀菌剂，这种药物对某些人的
皮肤有明显刺激作用，可发生皮炎。
乙草胺是除草剂的一种，我国不允许
在草莓中使用。央视引用专家观点
称，如果长期摄入乙草胺含量较高的
食物，有可能造成中毒，甚至具有致
癌性。

北京严查草莓使用禁限农药

据新华社电 饮用水添加氟化物
有助预防龋齿或蛀牙，但添加太多则
会导致氟斑牙。美国政府近日宣布，
降低包括瓶装水在内的饮用水含氟
推荐限量。这是美国政府 50 多年来
首次改变这一限量。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最新发
布的饮用水含氟量最终版本建议，饮
用水中氟化物推荐含量为每升不超
过 0.7 毫克，取代 1962 年提出的每升
水 0.7～1.2毫克含氟量的标准。

这一机构介绍说，改变有关氟的
推荐限量，是因为美国人现在从更多
的来源获取氟，比如牙膏和漱口水。
但接触氟过多会导致美国的氟斑牙
发生率上升，一些孩子的牙齿出现斑
点问题。而最新标准在保持含氟水
抗龋齿保护效果的同时，降低了氟斑
牙发生风险。

氟是自然存在于水中的矿物质，
但含量一般较低。约 70 年前，科学

家发现含氟量高的水可预防甚至逆
转龋齿。随后，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
城于 1945 年率先向城市用水系统中
添加氟。随着这一做法在美国逐渐
普及，美国龋齿发生率大幅下降，含
氟水也因此被美国政府列为 20 世纪
美国的十大公共卫生成就之一。如
今，近 75％美国人饮用含氟水。

但含氟水的普及也引起许多争
论。一项研究发现，由于氟化物过
量，每 5 个美国青少年中就有两个出
现氟斑牙问题。另外，还有人质疑含
氟水会导致癌症，但美国政府予以否
认，表示这一说法没有证据。

美国公共卫生局副局长鲍里斯·
勒什尼亚克说，尽管相比 1962 年，美
国人获取氟的来源增多，但还将继续
在公共饮用水中添加氟，因为这一做
法有效、廉价，无需依赖专业服务，这
也是过去 70 年美国预防龋齿的基础
性做法。 林小春

美国降低饮用水含氟推荐限量
每升不超过0.7毫克

环评报告公布了，大家为啥还是不认账？

信息不对称 风险认知难
◆本报记者刘晓星

“近些年，不少垃圾焚烧厂、化工项
目无法落地。项目一到环评的公众参
与环节就遇到了很大阻力。现在环评
报告全文公开，信息公开已经做得很
好，为什么大家 还 是 不 满 意？”中 国 环
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部副主
任赵欣丰解释说，实际上环评相关机构
并不太理解公众对风险是怎么认知的，
也不了解在沟通过程中，怎么去回应、
引导公众风险认知，以达到良好的沟通

效果。
这是赵欣丰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日前举办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认知”环
保主题科普沙龙上说的一番话。当天，
建设项目附近居民代表、环保企业老总、
环保民间组织、环保行业协会代表、媒体
记者，以及环境健康领域的官员和专家，
共同探讨建设项目如何进行风险交流，以
期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如何达成共
识，建立互信。

据了解，我国目前大多数项目主要
做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一般性评价，而没
有做以“人群健康为中心”的环境健康风
险评价，缺乏健康风险预警。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各级环境
保护部门广泛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对推动在建和拟建工程项
目的环保“三同时”，保护区域生态环境，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到目前为止在环评中，国家对相应健
康影响评价的内容没有明确要求，又缺
乏从事环境污染健康影响评价的专业人
员，也没有规定采用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方法，比如国际通用的定量评价环境健
康危害效应的方法。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部副主任赵欣丰表示，现在建设项目
立项前期会做很多的评价工作，但是主
要侧重于单一的环境指标，而公众更关
注的是综合的健康影响，实际上我们在
前期的可行性研究里面，缺乏对健康影
响的分析。

无论政府、公众和学者们都应认真
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提早发现这
些环境污染的健康隐患？为什么不能提
前预防健康损害的发生？

记者日前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深入
江浙一带采访时发现，一些地区由于铅
蓄电池产能的迅速扩张，导致区域铅尘

排放总量不降反升。而环境管理仅仅是
以企业达标排放作为标准，并没有从区
域环境容量和人群环境健康风险方面进
行统筹考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相当部
分的工业和基本建设项目缺乏对长期的
人群健康风险的科学评价和预测预警机
制，因此，在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引
入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加入具体的人群
健 康 风 险 评 价 内 容 和程序并在全国开
展健康风险评价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正是由于我国相当部分的工业和基
本建设项目缺乏对长期的人群健康风险
的科学评价和预 测 预 警 机 制 ，无 异 于
给 附近地区人群埋下了一颗健康定时
炸弹。低浓度、长期慢性效应是环境污
染对人群健康危害的重要特点之一。“应
该尽快加强对建设项目的全面、科学 的
人 群 健 康风险评价，并对可能产生的后
果采取有效行动。”赵欣丰说。

而让业内人士担忧的一个问题是，
包含环境与健康风险的环评报告需要环
境和卫生领域的专业知识。我国目前真
正了解和熟悉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和环境
流行病学调查方法的专业人员太少，远
远不能适应当下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事件
的发生现状。建立和培训一支环境健康
风险评价和环境流行病学调查的专业人
员队伍同样是重中之重。

建设项目缺乏健康风险预警

■ 记者调查

环境污染健康危害的显现，有
的是即时性的，有的却有明显滞后
性，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
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
年的积累和迁移转化才能最终显
现其危害后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
康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
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
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要想深
入研究环境与健康的风险问题，需
要长时间、大量的科学监测数据做
支撑，有的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
的时间。

研讨会上，有环保专家认为，
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不像职业
病诊断因果关系那样比较清楚。
环境与健康问题影响因素很多，因
果确定难。

因 此 ，这 个 时 候 就 应 该 考 虑
“大健康”的概念，正如世界卫生组
织所指出的那样，健康不仅指没有
疾病或虚弱，还包括身体、心理和
精神处于良好的社会适应状况。

也就是说，如果从大健康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比如对于味道，当
人们闻到某种气味感觉不舒服，这
肯定就是健康问题，并不是说非要
临床确诊得什么病才是健康问题。

“大健康”应引入环境健康领域

4 月 23 日下午 2 点，阿苏卫循环经
济园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听证会在北京
昌平区环保局召开，各方代表进行了 5
个半小时的讨论。5年前，这个项目曾因
居民反建而搁置，今年重新启动。目前，
北京市环保局已拟批准其环评报告。

而在此之前，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填
埋场洒水车向市政井偷排渗滤液，被媒
体逮个正着，根据新环保法，或将追究
责任人刑事责任。8 年前，六里屯要建
焚烧发电厂，引发周边居民 4 年多的反
建活动，使得这一项目最终被弃。

“焚烧”与“填埋”是目前世界上处
理垃圾的主流方式，都会对周边环境产
生一定的不良影响，除非在特定条件
下，否则难以论定孰好孰坏。但是，垃
圾时时刻刻产生，若“处理”跑不赢“产
生”的速度，就会“兵临城下”；若处理质
量低于科学标准和公众预期，就会造成
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甚至伤了民心。

“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即将要建，5
年前曾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坚决反
对。我们那里本来就有一个垃圾填埋
厂，经常被填埋厂的臭味熏得不敢开窗
户。那个味还没跑，就要再加一个味，
我们只能反对。”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
厂附近居民王永表示，公众最关心的，
就是垃圾焚烧厂建成之后，对人群健康

究竟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近些年，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

提高，对环境健康风险高度关切，并不
断通过身体力行的抗争，来应对日益增
加的环境健康 风 险 。 垃 圾“ 反 烧 风 ”
在 短 短 数 年 之 间 席 卷 很 多 城 市 ，拟
建 的 垃 圾 焚 烧 项 目 往 往在完成立项
或者刚开始立项时就遭到周边群众的
抵制，而已建成且运行多年的垃圾焚烧
项目，也被“反烧风”波及卷入影响公众
健康的漩涡。

为什么公众不愿意接受专家的风
险沟通，而是采取抗争的方式？在北京
零废弃发起人毛达看来，实际上不是公
众没有理性，而是基于已经看到的行业
现状，产生忧虑。他举例说，如信息公
开，环保组织在 2012 年和 2014 年做了
全国所有垃圾焚烧厂的信息公开申请，
但两次的结果都是只有 30%左右的回
复率。

“有 2/3 的垃圾焚烧厂不愿公开信
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公开非常不
充分的行业。”毛达说。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跟公众之间缺
少有效的沟通，政府一直拿不出证据讲
清楚垃圾焚烧无害，或者多大距离是安
全的范围。因此，垃圾“反烧风”近几年
在一些城市不断出现。

确定因果关系是难题
刘晓星

环境污染引起的公众健康受损
已经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成为一个
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普通民
众对环境污染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
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却十分困难。

就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言，无
论是在生物医学，还是在流行病学研
究方面，环境与健康关系研究都存在
着很大的挑战。在生物医学和流行病
学研究方面，受多因多果关系的影响，
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争议很大，很难
获得令人满意结果，这常常导致法律上
的证据认定困境，不少癌症高发地区
还是停留在新闻报道或“传说”层面，
很难找到被法律认可的证据。

一位专门从事环境与健康风险
的专家表示，说清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难度非常大，它不像职业病的研究，
其因果关系非常清楚。环境与健康
问题影响的因素多，因果很难确定，
这是科学界本身面临的问题。

举例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当公
众感觉水的颜色不对、水有异味等异
常情况发生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相关
情况，就存在诸多的困难。如，水中含有多
少污染物质？污染物可能产生哪些危害？
水中的鱼类，是否可以食用？

这些问题中，有些涉及到科学研究
本身的不确定性，也有一些确定的基本
科学知识。但单就确定的科学知识而
言，公众了解得也比较有限。

污染所牵涉的知识，往往涉及到

专业领域，而这对于普通公众来说，
存在较大的局限。以水污染为例，进
入水体的污染物种类非常多，如工业
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因企业生产的产
品和工艺流程不同，排放的污染物也
各种各样。污染物进入水体后，又会
发生多种多样的化学反应与生化变
化。因此，要想弄清楚哪些污染物质
会导致人体健康受损，以及具体的危
害程度等，是十分困难的。

同样，在以往污染致病的案例
中，像日本水俣病那样，能够非常清
楚地找到并确定甲基汞是居民致病
原因的案例，在污染致病的医学研究
上属于特例。从环境健康史的角度
看，类似于这样清晰科学关系的案例
在现实中是少之又少，而多数的情形
是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并不
很清楚。

应该说，以公众现有的受教育程
度和科学素养，去客观全面地认识环
境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复杂的、不
确定性的关系是有很大难度。

除了科学认知本身的复杂性、不
确定性外，信息不透明也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农村受污染地
区而言，公众在获取相关信息方面存
在着诸多障碍。一些污染企业为了
自身利益考虑也常常故意封锁相关
污染信息，政府相关部门信息发布的
延迟和不透明，使公众对环境健康风
险的判断和认知更加困难。

健康评说健康评说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老工业基地、素有“煤都”之称的四川省华蓥市，在相继关闭 120 多家
高耗低效、污染严重的小煤窑、小水泥厂等企业的同时，大力实施退矿还
林、退矿复耕和园林、山水城市等系列“低碳人居”创建活动。图为曾是矿
山企业和居民堆放矸石、弃渣、煤炭的城中洼地，现已变成绿树成荫、鸟语
花香的华蓥山广场，一位市民正在骑游健身。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资料图片

回顾过去几年，我国频发的一些环
境污染损害健康事件，一方面给当地的
百姓健康带来了实际的危害和潜在的
长期威胁，另一方面也使当地政府的公
信力面临严峻的考验。更为严重的是，
到目前为止很多类似事件的发生能否
归因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仍然缺乏科学
依据，例如血铅事件。事实上，环境污
染与健康损害之间到底应该如何认定，
仍是一本糊涂账。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与南
方周末联合发起的一项风险交流问卷
调查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 33 家企
业中，有 52%收到过投诉或反对，27%
遭遇过群体性运动。公众最常见的投
诉理由是“臭气影响生活质量（42%）”
和“担心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威
胁（45%）”。

据了解，此次调查的答题者几乎都
是垃圾焚烧企业主要负责人，涉及 13
个省份，调查范围接近全国正在运行的
垃圾焚烧企业的两成。

不过在企业看来，造成公众投诉或
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对企业采用的技术
不了解”。

对此，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蔡曙光表示，通过十多年的发展，
垃圾焚烧处理水平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们真诚欢迎社会各界到我们企
业全程走走，实地看看我们是怎么做
的，我们将厂门打开，将各个车间全方
位开放，给大家一个真实的认识。”蔡曙
光说，如有做得不足的，只要大家指出
来，我们一定迅速解决。

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的垃圾焚烧产
生的二恶英污染问题，公众希望政府能
拿出有说服力的科学数据，来澄清二恶
英的阴霾。其实，国家已在“十二五”
863 科技计划中启动了相关项目的研
究。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完成，正等待科
技部正式结题。

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邓
芙蓉介绍，这一项目于 2012 年 1 月启
动，包括 4 个课题，第一个课题希望通
过科学控制炉温等过程控制措施，减少
二恶英的产生；第二个课题研究方向为
对于那些不得不产生的二恶英如何进
行分解；第三个课题是评价进入大气中
的包括二恶英在内的污染物对周围环
境有什么影响？安全距离是多少？对
人体健康有哪些危害？第四个课题力
求建立一种快速的评价方法和技术。

邓芙蓉表示：“这个项目不管是对
二恶英的降解、人群健康风险研究及快
速检测技术建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
果。”

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认定是本糊涂账，垃圾处理企业和公众
各有各理解

本报综合报道 新版《食品安全
法》日前审议通过，并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对于广受关注的
转基因食品，新法增加规定，要求生
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
著标示。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未按规
定进行标示的，没收违法所得和生产
工具、设备、原料等，最高可处货值金
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据了解，目前我国允许种植的转
基因作物有木瓜和棉花，转基因木瓜
现行法律没有强制要求标示。另外，
两种允许进口的重要转基因原料就
是大豆和玉米，而用这两种原料加工
的产品仍然含有转基因成分，除了目
前大家所熟知的调和油和大豆油外，
还有以多种形态存在的转基因产品
原料，如大豆磷脂、豆奶粉、玉米淀
粉、玉米糖浆等，这些转基因产品原
料广泛地应用到食品中，如豆奶粉、

饼干、饮料、奶制品、蛋糕、即溶食品
及冲调食品、膨化食品、米粉等。这
些食品在国内都没有相关法律规范
去标示，消费者在选择上仍然没有知
情权。

业内专家表示，虽然新《食品安
全法》规定生产和经营环节都要对转
基因食品进行明确标示，消费者对转
基因食品的消费拥有知情权，但在实
际实施时并没有规定是否所有含有
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都要标示，目前市
场上用转基因原料加工、含有转基因
成分的食品不在监管范围内，因此对
于所有的转基因食品监管来说仍然
存在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02 年农
业部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
理办法》中就制定了首批标示目录，
对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大豆、油菜、玉
米、棉花、番茄五大类 17 种转基因产
品进行强制标示，其他转基因产品可
明确标示。

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需显著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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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信息少，垃圾处理项目因健康风险遭质疑


